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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温室气体排放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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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准确评估华北平原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河北某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为例，应用生命

周期评价方法，根据《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排放系数，计算该农场运行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
结果表明，农场运行过程中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以 ＣＯ２ 当量计，下同）为 ３２ ５２８ ０２ ｔ，其中农田生产系统排放占

２８ ０９％，养殖场排放占 ７１ ９１％，其中粪便贮存管理、饲料生产和加工、肠道发酵及氮素生产和施用等生产环节是

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分别占总排放量的 ３４ ６６％、２１ ２４％、１５ ４８％和 ２０ ０８％。 生产 １ ｔ 小麦、玉米籽粒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分别为 １ ０５９ ３９ 和 ４１１ ９２ ｋｇ；生产 １ ｋｇ 原奶和 １ ｋｇ 按蛋白质和脂肪纠正的牛奶（ＦＰＣＭ）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分别为 １ ０４ 和 １ １４ ｋ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生产 １ ｋｇ 活体猪、肉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 ２ ５８ 和 １０ ００
ｋｇ，与国内其他集约化养殖场的排放量相当。 通过情景分析发现，种植生产中采取减氮（化肥）以及提高畜禽粪便

废弃物处理能力等措施，加强农场氮素管理，改善饲料结构，可直接或间接减少农场水平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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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

环境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而
温室气体（ＧＨＧ）的增加是造成气候变暖的重要原

因。 其中涉及农业源的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

（ＣＯ２）、甲烷（ＣＨ４）和氧化亚氮（Ｎ２Ｏ） ［１］。 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指出，种植业和畜牧业温室

气体排放分别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 ３０％和

１８％［２］。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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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全球范围内农业排放 ＣＨ４ 和 Ｎ２Ｏ
分别占人类活动造成的 ＣＨ４ 和 Ｎ２Ｏ 排放总量的

５０％和 ６０％［３］。 中国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１７％，其中农业活动排放的 ＣＨ４

和 Ｎ２Ｏ 分别占全国 ＣＨ４ 和 Ｎ２Ｏ 排放量的 ５０ １５％
和 ９２ ４７％［１］。

华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耕地面

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２６ ５７％［４］，粮食产量占全

国粮食总产量的 ３４ ３９％，氮肥用量占全国用量的

３５ ０２％［５］。 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制是华北平原

最主要的种植制度，该区农田管理的主要特点是施

用化肥和秸秆全量还田，这就必然伴随着 ＣＯ２、ＣＨ４

和 Ｎ２Ｏ 等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 目前，推广减少

氮肥施用、无机和有机肥相结合、测土配方施肥和

秸秆还田综合管理等措施是农田温室气体减排的

潜力所在［１，６－９］。 华北平原农区畜牧业也发展迅速，
过去的农户分散养殖已逐渐被规模化、集约化的养

殖场所取代，大量畜禽粪便等废弃物在堆置过程中

产生的温室气体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 因此，种
植和养殖相结合是解决畜禽废弃物面源污染的重

要途径［１０－１１］，而改善饲料质量、提高动物生产力、改
进粪便贮存管理模式以及建设沼气工程等都是集

约化养殖场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措施［１２－１７］。
河北某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采用华北平原典

型的农牧结合模式，通过秸秆回收青贮作饲料、畜
禽粪便进入沼气池发酵和替代部分化肥还田、沼液

和沼渣还田等接口技术链接种植和养殖生产环节，
不仅提高了物质循环效率，而且有利于温室气体减

排。 但截至目前，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大都仅

涉及农田生产系统和畜牧养殖系统的某个环节或

某个子系统，而针对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温室气体

排放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
生命周期评价（ＬＣＡ）是对一个产品系统的生

命周期中输入、输出及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和评

价［１８］，它提供了一种从系统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和

评估的标准方法［１９］。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学者使用

ＬＣＡ 对农田和畜牧生产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了评估［１５，２０－２６］。 因此，笔者以河北某种养一体规模

化农场为例，利用 ＬＣＡ 评估方法系统分析种养一体

规模化农场温室气体排放及各生产子系统排放比

例，系统分析减排潜力，为提出有效减排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研究结果对华北平原农业生产过程温室

气体减排具有参考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农场生产概况及数据来源

河北某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是集种植、养殖、
沼气发酵、饲料加工和有机肥加工等多项产业于一

体的国家级循环农业园区，是华北平原典型的循环

农业模式。 以农场 ２０１４ 年的生产情况为例，分析其

温室气体排放特点。 小麦－玉米一年两熟是其主要

种植制度，种植面积 １ ０００ ｈｍ２，小麦单产 ６ ０００ ｋｇ·
ｈｍ－２，玉米单产 ６ ７５０ ｋｇ·ｈｍ－２。 小麦和玉米两季

施氮量为 ５５７ ８８ ｋｇ· ｈｍ－２，其中化肥氮 ２３１ ２６
ｋｇ·ｈｍ－２。 农田生产系统中能源消耗主要为旋耕、
播种和收获等耗柴油 １８８ ２５ ｋｇ·ｈｍ－２，作物生长期

间灌溉耗电 １ ８００ ｋＷ·ｈ·ｈｍ－２。
养殖中奶牛存栏量为 １ ４００ 头，其中犊牛（平均

体重 １８０ ｋｇ）４２０ 头，育成牛（平均体重 ４５０ ｋｇ）７００
头，泌乳牛（平均体重 ６００ ｋｇ）２８０ 头，年产奶 １ ４６０
ｔ；肉牛存栏量为 ３ ０００ 头，犊牛（平均体重 １８０ ｋｇ）
１ ０００ 头，育肥牛（平均体重 ５５０ ｋｇ）１ ４００ 头，架子

牛（平均体重 ２５０ ｋｇ）６００ 头；猪场中母猪（平均体重

２１０ ｋｇ）存栏量为 ２ ４００ 头，年出栏生猪（平均体重

１００ ｋｇ）６０ ０００ 头。 出栏猪育肥过程中主要经过仔

猪（平均体重 １２ ｋｇ，７０ ｄ）、生长猪（平均体重 ４５ ｋｇ，
３０ ｄ）和育肥猪（平均体重 ９０ ｋｇ，９０ ｄ）３ 个生长阶

段。 公司现已投入使用的沼气池达 ８ ０００ ｍ３，还有

３ ０００ ｍ３ 沼气池待使用，养殖场年产粪尿 ２０４ ０３５ ｔ，
其中 ６５％直接进入沼气池，３５％通过开放厌氧塘粪

便处理系统贮存。 沼气发酵所产沼气用于发电，
２０１４ 年产气量 １８２ ５ 万 ｍ３，年发电量 ３１５ ３６ 万

ｋＷ·ｈ，主要供养殖场和饲料加工及农场日常使用。
农场中的饲料主要包括青贮玉米、牧草等粗饲

料和玉米、麦麸和豆粕等精饲料。 养殖年消耗青贮

玉米 ８ ０００ ｔ、玉米籽粒 １３ ２９４ ｔ、麦麸 ６ ７８７ ｔ 和豆粕

５ ７８１ ｔ。 其中麦麸和豆粕全部从农场外购买，玉米

籽粒除农场生产的 ６ ７５０ ｔ 外，其余的外购。 外购玉

米籽粒、麦麸和豆粕的产量和施氮量根据河北省实

际生产情况取值［２７］：玉米产量为 ６ ３０ ｔ·ｈｍ－２，施
氮量为 ０ ２１ ｔ·ｈｍ－２；小麦产量为 ６ ００ ｔ·ｈｍ－２，施
氮量为 ０ ２２５ ｔ·ｈｍ－２，小麦加工后出麸率为 ２５％，
加工小麦耗电 ０ ０４８ ＭＷ·ｈ· ｔ－１；大豆产量为

２ ０３２ ｔ·ｈｍ－２，施氮量为 ０ １０５ ｔ·ｈｍ－２，豆粕为大

豆榨油后的副产品，豆粕率为 ８０％，加工大豆耗电

０ ０３ ＭＷ·ｈ·ｔ－１［１７］。
１ ２　 系统边界的确定

根据农场种植和养殖生产过程中相关的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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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放活动确定系统边界。 农田生产过程主要

为氮肥（化肥和粪肥）施用、化肥氮生产、灌溉耗电

以及田间管理等机械能耗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养

殖场排放源主要包括动物肠道发酵、饲料生产和加

工、粪便贮存及养殖场日常管理运输等能耗所产生

的温室气体。 另外，根据碳平衡原理［２８］，粪便进入

沼气池发酵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为 ０。
１ ３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公式

化肥氮和粪肥田间施用过程中 Ｎ２Ｏ 排放、动物

胃肠道发酵产生的 ＣＨ４ 排放和饲料生产加工过程

中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公式参照文献［１７］；粪便贮

存过程中 Ｎ２Ｏ 排放和粪便贮存过程中 ＣＨ４ 排放的

计算公式参照文献［１４］。
１ ４　 参数选择与说明

ＣＯ２、ＣＨ４ 和 Ｎ２Ｏ 的增温潜势值根据文献［２９］
分别取 １、２５、２９８。 ＣＯ２、ＣＨ４ 和 Ｎ２Ｏ 的计算结果皆

根据各自的当量因子以 ＣＯ２ 当量表示。
小麦和大豆的种植过程和加工能耗带来的温

室气体排放根据分配系数分配给麦麸和小麦粉、豆
粕和豆油。 分配系数参照文献［１７］进行计算。

Ｗｉ ＝
Ｒ ｉＰ ｉ

Ｒ ｉＰ ｉ ＋ （１ － Ｒ ｉ）Ｐｃｉ
。 （１）

式（１）中，Ｗｉ 为饲料组分 ｉ 的排放量分配系数；Ｒ ｉ 为

谷物 ｉ 加工的副产品产出率（小麦的出麸率或大豆

的出豆粕率），％；Ｐ ｉ 为谷物 ｉ 的副产品（麦麸或豆

粕）价格，元·ｋｇ－１；Ｐｃｉ为谷物 ｉ 主产品（小麦面粉或

豆油）价格，元·ｋｇ－１。 根据 ２０１４ 年河北省小麦和

大豆生产情况，小麦面粉价格为 ３ ０５ 元·ｋｇ－１，麦
麸价格为 １ ３６ 元·ｋｇ－１，大豆豆油价格为 ６ ７５
元·ｋｇ－１，豆粕价格为 ３ ４ 元·ｋｇ－１，根据公式可计

算出麦麸和豆粕的分配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３ 和 ０ ６７。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参数见表 １［１４，２９－３４］。

表 １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参数　 　 含义描述　 　 　 单位 　 排放源 取值 文献来源

ｅｆＮＤＭ 粪肥田间施用的 Ｎ２Ｏ 直接排放系数 ｔ·ｔ－１ 土壤排放 ０ ０１０ ５ ［３０］
ｅｆＮＤ 氮肥田间施用的 Ｎ２Ｏ 直接排放系数 ｔ·ｔ－１ 土壤排放 ０ ０１０ ５ ［３０］
ＦＧＡＳ 氮肥以 ＮＨ３ ⁃Ｎ 和 ＮＯｘ ⁃Ｎ 形式挥发系数 ｔ·ｔ－１ 氮挥发 ０ １ ［２９］
ＦＧＡＳＭ 粪肥以 ＮＨ３ ⁃Ｎ 和 ＮＯｘ ⁃Ｎ 形式挥发系数 ｔ·ｔ－１ 氮挥发 ０ ２ ［２９］
ｅｆＮＨ 大气氮沉降 Ｎ２Ｏ 排放系数 ｔ·ｔ－１ 氮沉降 ０ ０１ ［２９］
ＦＬＭ 粪肥的渗漏损失系数 ｔ·ｔ－１ 渗漏损失 ０ ２５ ［３１］
ＦＬ 氮肥的渗漏损失系数 ｔ·ｔ－１ 渗漏损失 ０ ２５ ［３１］
ｅｆＮＬ 渗漏或径流氮损失的 Ｎ２Ｏ 排放系数 ｔ·ｔ－１ 氮淋洗 ０ ００７ ５ ［２９］
ｅｆＭＡｊ１ 奶牛胃肠道发酵 ＣＨ４ 排放系数 ｋｇ·头－１·ａ－１ 胃肠道 １０９ ［２９］
ｅｆＭＡｊ２ 肉牛、犊牛肠道发酵 ＣＨ４ 排放系数 ｋｇ·头－１·ａ－１ 胃肠道 ５７ ［２９］
ｅｆＭＡｊ３ 育肥猪（平均体重 １００ ｋｇ）肠道发酵 ＣＨ４ 排放系数 ｋｇ·头－１·ａ－１ 胃肠道 １ ［２９］
Ｎｒａｔｅ１ 每 １ ０００ ｋｇ 奶牛体重氮排泄率 ｋｇ·ｄ－１ ０ ４７ ［２９］
Ｎｒａｔｅ２ 每 １ ０００ ｋｇ 肉牛体重氮排泄率 ｋｇ·ｄ－１ ０ ３４ ［２９］
Ｎｒａｔｅ３ 每 １ ０００ ｋｇ 生猪体重氮排泄率 ｋｇ·ｄ－１ ０ ５ ［２９］
ＥＦ２ 舍内粪污贮存 Ｎ２Ｏ 排放 ｋｇ·ｋｇ－１ 舍内 ０ ００２ ［２９］
ＢＯＬＴ１ 每头奶牛（３５０ ｋｇ）粪污的最大 ＣＨ４ 产生潜力 ｍ３·ｋｇ－１ 蓄粪池 ０ １３ ［２９］
ＢＯＬＴ２ 每头肉牛（３１９ ｋｇ）粪污的最大 ＣＨ４ 产生潜力 ｍ３·ｋｇ－１ 蓄粪池 ０ １ ［２９］
ＢＯＬＴ３ 每头生猪（２８ ｋｇ）粪污的最大 ＣＨ４ 产生潜力 ｍ３·ｋｇ－１ 蓄粪池 ０ ２９ ［２９］
ＤＣＨ４ ＣＨ４ 密度 ｔ·ｍ－３ 蓄粪池 ０ ０００ ６７ ［３２］
ＭＣＦｊ 开放厌氧塘的 ＣＨ４ 转换因子 蓄粪池 ７０％ ［２９］
Ｖ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１ 每头奶牛日排泄的挥发性固体干物质（默认值） ｋｇ·ｄ－１ 蓄粪池 ２ ８ ［２９］
Ｖ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２ 每头肉牛日排泄的挥发性固体干物质（默认值） ｋｇ·ｄ－１ 蓄粪池 ２ ３ ［２９］
Ｖ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３ 每头生猪日排泄的挥发性固体干物质（默认值） ｋｇ·ｄ－１ 蓄粪池 ０ ３ ［２９］
ＵＦｂ 不确定性的修正因子 ０ ９４ ［１４］
ＭＳ 进入系统内的粪污比例 ３５％ 实地调查
ｅｆＮＣ 氮肥生产的 ＣＯ２ 排放系数 ｔ·ｔ－１ ４ ７７ ［３３］
ＥＦａ 电网排放因子 ｔ·ＭＷ－１·ｈ－１ 华北电网 ０ ８９３ ６ ［３４］
ＥＦｄｉｅｓｅｌ 柴油燃烧的排放因子 ｔ·ｔ－１ ３ １６ ［２９］
ＥＦＫｍ，ＣＯ２ 道路运输 ｋｇ·ｋｍ－１ １ ０１ ［２９］

　 　 温室气体排放系数根据河北省饲料作物生产

和农场的具体情况，结合国内研究成果和文献［２９］
选择。 养殖场中温室气体排放基于猪、肉牛和奶牛

２０１４ 年存栏量进行计算，但由于存栏猪、牛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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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重有所不同，因此在计算动物胃肠道发酵 ＣＨ４

排放、粪便贮存过程中 Ｎ２Ｏ 和 ＣＨ４ 排放时，均按照

不同类型猪、肉牛、奶牛各阶段平均体重及维持时

间，对照表 １ 进行排放因子折算，进而计算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农场农田生产和养殖子系统各环节温室气体

排放量及所占比例

　 　 农场生产活动中，农田生产系统排放的温室气

体（以 ＣＯ２ 当量计，下同）为 ９ １３６ ８３ ｔ·ａ－１，占农场

年总排放量的 ２８ ０９％（表 ２）。 其中，农田系统的化

肥氮、粪肥施用以及化肥氮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

排放所占比例较高，分别占农田生产总排放量和农

场年总排放量的 ７１ ４６％和 ２０ ０８％；其次为机械和

灌溉能耗，占农田生产总排放量的 ２８ ５４％。 由此

可知，农田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氮肥和粪

肥施用及生产氮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其中化肥氮

生产和田间施用环节温室气体排放量为４ ３３０ ８０ ｔ，
占农田生产总排放量的 ４７ ４０％，为主要排放源。

表 ２　 农田生产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占农场总排放量的

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ｒｍ

排放源　
排放量 ／
（ ｔ·ａ－１）

占农场总排放量
的比例 ／ ％

化肥氮生产 １ ８７２ ３２ ５ ７６
化肥氮施用 ２ ４５８ ４８ ７ ５６
粪肥施用 ２ １９８ ６８ ６ ７６
机械能耗 ９９８ ８７ ３ ０７
灌溉能耗 １ ６０８ ４８ ４ ９４

合计 ９ １３６ ８３ ２８ ０９

农场养殖系统主要包括生猪、肉牛和奶牛养殖

以及饲料生产加工等生产活动，温室气体主要来源

于动物肠道发酵、饲料生产加工、粪便贮存及日常

管理等生产过程。 由表 ３ 可知，养殖系统温室气体

年排放总量为 ２３ ３９１ １９ ｔ·ａ－１，占农场年排放总量

的 ７１ ９１％。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粪便贮存过程排

放，为 １１ ２７５ ２６ ｔ，占农场总排放量的 ３４ ６６％。 由

于养殖规模较大，而且现有沼气池容积不能容纳全

部粪便进行沼气发酵，使得大量粪便集中贮存，从
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多；农场生猪和肉牛饲养量

较大，对精饲料需求较多，因此饲料生产和加工过

程中 的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也 占 农 场 总 排 放 量 的

２１ ２４％。 由于外购了大量的玉米籽粒和麦麸、豆粕

等精饲料原料，外购饲料生产过程中的化肥氮施用

也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此外，动物肠道发酵的

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占年总排放量的 １５ ４８％。

表 ３　 养殖生产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占农场总排放量的

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

排放源 生产环节
排放量 ／
（ ｔ·ａ－１）

占农场总排放量
的比例 ／ ％

肠道发酵 生猪养殖 　 ５５１ ３０
奶牛养殖 ２ ７７９ ００
肉牛养殖 １ ７０５ ００
合计 ５ ０３５ ３０ １５ ４８

饲料生产与加工１） 生猪养殖 ４ ９３５ ５２
奶牛养殖 ６６７ ２４
肉牛养殖 １ ３０５ ５９
合计 ６ ９０８ ３５ ２１ ２４

粪便 Ｎ２Ｏ 排放 生猪养殖 １３１ ９２
奶牛养殖 ３１ ４１
肉牛养殖 ４４ ７５
合计 ２０８ ０８ ０ ６４

粪便 ＣＨ４ 排放 生猪养殖 ９ ８４５ ４４
奶牛养殖 ８３６ ３１
肉牛养殖 ３８５ ４３
合计 １１ ０６７ １８ ３４ ０２

柴油 ＣＯ２ 排放２） 生猪养殖 ３３ ２７
奶牛养殖 ８０ ４２
肉牛养殖 ５８ ５９
合计 １７２ ２８ ０ ５３

总计 ２３ ３９１ １９ ７１ ９１
１）包括外购麦麸和豆粕在生产和初加工时的用电排放量及农场进

行精、粗饲料加工时的用电排放量； ２）指养殖场日常管理机械能耗

排放量。

２ ２　 农场内产品单位产量 ＧＨＧ 排放量

农田和养殖过程中生产单位产品所排放的温

室气体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生产 １ ｔ 小麦籽粒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为 １ ０５９ ３９ ｋｇ，生产 １ ｔ 玉米籽粒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４１１ ９２ ｋｇ。 养殖生产中，生产 １
ｋｇ 单位活体生猪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２ ５８ ｋｇ，低
于 ＢＡＳＳＥＴ⁃ＭＥＮＳ 等［３５］ （ ３ ５ ｋｇ） 和 ＢＬＯＮＫ 等［３６］

（３ ７ ｋｇ）的研究结果，与周军［３７］ 的研究结果（大规

模养殖户生命周期内单位活体猪 ＣＯ２ 排放当量为

２ ９７８ ｋｇ）基本一致；奶牛养殖中生产 １ ｋｇ 原奶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为 １ ０４ ｋｇ，和新西兰、瑞典及德国的

原奶生产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 ０ ９３ ～ １ ３ ｋｇ） 一

致［３８］，与国内其他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单位产品原奶

生产排放 １ ３９８ ｋｇ 温室气体［１７］ 的研究结果相当。
如果参照文献［１７］折算成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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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牛奶（ＦＰＣＭ）产量，生产 １ ｋｇ ＦＰＣＭ 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为 １ １４ ｋｇ，低于国内规模化奶牛养殖场生

产 １ ｋｇ ＦＰＣＭ 温室气体排放量（１ ７１ ｋｇ） ［３９］，也低

于集约化养殖的全球平均水平（生产 １ ｋｇ ＦＰＣＭ 排

放 ２ ８ ｋｇ 温室气体） ［４０］。 按奶牛养殖场年总排放

量折算，每头存栏奶牛平均年排放温室气体 ３ １ ｔ，
低于某些规模化奶牛场的平均排放量（４ ９ ｔ） ［１４］。
养殖生产 １ ｋｇ 单位活体肉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１０ ００ ｋｇ，与国内规模化肉牛养殖育肥期间的温室

气体排放强度（１０ １６ ｋｇ）研究结果一致［１５］。

表 ４　 农场各系统单位产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ｍ

系统　 　 功能单位 排放量 ／ ｋｇ

作物种植系统 １ ｔ 小麦籽粒 １ ０５９ ３９
１ ｔ 玉米籽粒 ４１１ ９２

猪生产系统 １ ｋｇ 活体重 ２ ５８

奶牛生产系统 １ ｋｇ 原奶 １ ０４
１ ｋｇ ＦＰＣＭ １ １４

肉牛生产系统 １ ｋｇ 活体重 １０ ００
ＦＰＣＭ 为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纠正的牛奶。

３　 讨论

３ １　 农场农田生产系统减氮（化肥）对温室气体减

排的影响

　 　 目前农场的种植结构中，小麦－玉米两熟的农

田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 ９４ ３４％，生产过程基本机

械化。 种植过程中除小麦播种前施入 ２８２ １０ ｋｇ·
ｈｍ－２粪肥氮作为底肥外，还施用 ２３１ ２６ ｋｇ·ｈｍ－２化

肥氮作为底肥和追肥，再加上玉米播种时施用的

１６１ ２６ ｋｇ·ｈｍ－２化肥氮，小麦、玉米两季仅化肥氮

施用量就达 ３９２ ５２ ｋｇ·ｈｍ－２，造成了大量 Ｎ２Ｏ 排

放，导致农田成为 Ｎ２Ｏ 的主要排放源。 根据河北平

原高产小麦、玉米栽培研究，在产量达到１８ ８４５ ２５
ｋｇ· ｈｍ－２ 的情况 下， 施 氮 量 为 ４２０ ～ ４８０ ｋｇ ·
ｈｍ－２［４１］。 因此，减氮尤其是减少化肥氮的施用，一
方面可减少因化肥氮田间施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而且也可减少化肥氮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是目前农场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措施之一［６－９，３９］。
随着粪肥施用年限的增长，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物理

结构，改良土壤肥力特性，增加土壤养分，而且能够

显著提高水分利用效率［４２］，农场可逐渐减少并停止

施用化肥氮。 根据情景分析，当小麦、玉米种植中

的化肥氮施用量减少 １２５ ５１ ｋｇ·ｈｍ－２时，在不影响

作物产量情况下，温室气体可以年减排 １ ３８４ ７９ ｔ，
占农田生产系统总排放量的 １５ ６％。

养殖生产中，每年需要从农场外购买 ６ ５４４ ４７ ｔ
玉米籽粒、６ ７８７ ｔ 麦麸和 ５ ７８１ ｔ 豆粕，外购玉米、麦
麸和豆粕主要来自农户种植，而目绝大部分农户基

本不施用有机肥，外购玉米、麦麸和豆粕的生产消

耗 １ ６０９ ５３ ｔ 化肥氮，间接增加农场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可采取相关措施减少外购精饲料，间接减少

化肥氮施用，这也是农场温室气体减排的潜力所在。
３ ２　 改善粪便综合管理方式对农场温室气体减排

的影响

　 　 随着农场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动物粪便堆积

贮存时，在厌氧条件下会产生大量 ＣＨ４ 和 Ｎ２Ｏ 等温

室气体，对环境构成极大威胁。 当有限的耕地不能

全部容纳养殖废弃物时，有必要综合利用多种废弃

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方式来达到更好的经济和环

境效益［４３］。 在可供选择的动物粪便污染控制技术

中，沼气发酵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１６，２８，４４－４７］。
农场通过建设沼气池对畜禽粪便进行综合利

用，除已投入使用的 ８ ０００ ｍ３ 沼气池外，还将投入

建造一套 ３ ０００ ｍ３ 的沼气发酵设施，当农场沼气发

酵池达到 １１ ０００ ｍ３ 时，年处理粪便量可增加 １１％，
与不使用沼气发酵相比可多减排 １５ ６８％。 另外，
目前农场沼气发电替代国家电网电力可间接减排

温室气体 ２ ８１８ ０６ ｔ·ａ－１。 根据调查，农场建造沼

气池虽然可以得到政府的相应补贴，但仍需要投入

大量资金进行维护，而处理废弃物的经济利润较

低［４３］。 因此，相关部门应根据当地的排放标准和环

保要求等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和奖励。 另外，对不

能进入沼气池发酵的粪便，在贮存过程中可添加小

麦秸秆生物质炭和过磷酸钙等物质，已有研究表明

这些措施均可显著降低堆肥过程中的温室气体

排放［４８－４９］。
３ ３　 改善饲料结构对农场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

目前，农场养殖的奶牛和肉牛粗饲料以青贮玉

米秸秆为主，只添加少量的高丹草和苜蓿等优质牧

草。 根据 ＷＡＮＧ 等［３９］的研究，对奶牛养殖而言，温
室气体排放量和牛奶产量与饲料中的精饲料、青贮

饲料及苜蓿等成分密切相关，改善饲料构成可减少

生产单位质量蛋白质的温室气体排放。 研究表明，
当采用 ３ ｋｇ 苜蓿替代 １ ５ ｋｇ 精饲料时，牛奶产量将

提高 １１％，如果苜蓿生产中不施用化肥，总温室气

体排放量将增加 ２％，但生产 １ ｋｇ ＦＰＣＭ 的温室气

体排放将减少 ８％；而当替代的苜蓿生产施用化肥

情况下，总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 ５％，但生产 １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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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ＰＣＭ 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减少 ５％［３９］。 因此，在奶

牛养殖时增加苜蓿和高丹草等优质牧草，虽然总温

室气体排放量有所增加，但可降低单位产品的温室

气体排放。

４　 结论

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的温

室气体年总排放量为 ３２ ５２８ ０２ ｔ，其中农田生产系

统排放占 ２８ ０９％，养殖场排放占 ７１ ９１％。 粪便贮

存管理、饲料生产和加工、肠道发酵、氮素生产和施

用等生产环节是农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分别

占 总 排 放 量 的 ３４ ６６％、 ２１ ２４％、 １５ ４８％ 和

２０ ０８％。 生产 １ ｔ 小麦和玉米籽粒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分别为 １ ０５９ ３９ 和 ４１１ ９２ ｋｇ；生产 １ ｋｇ 牛奶（原
奶）和 ＦＰＣＭ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 １ ０４ 和

１ １４ ｋ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生产 １ ｋｇ 活体猪和肉

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 ２ ５８ 和 １０ ００ ｋｇ，与国

内其他集约化养殖场的排放量相当。
农场中，化肥氮生产和施用、外购大量的玉米

等精饲料原料及粪便贮存过程排放了大量的温室

气体，是减排的潜力所在。 通过情景分析，在减少

化肥氮施用、增加进入沼气发酵池粪便等情形下，
可直接或间接减少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潜力

巨大。 另外，加强粪便贮存管理和改善饲料结构，
也是直接或间接减排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１］ 　 董红敏，李玉娥，陶秀萍，等．中国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

技术对策［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１０）：２６９－２７３．［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ｍｉｎ，ＬＩ Ｙｕ⁃ｅ，ＴＡＯ Ｘｉｕ⁃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Ｃｈｉｎａ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４（１０）：２６９－２７３．］

［２］ 　 ＳＴＥＩＮＦＥＬＤ Ｈ，ＧＥＲＢＥＲ Ｐ，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 Ｔ， ｅｔ ａｌ．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ｓ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Ｍ］．Ｒｏｍｅ，Ｉｔａｌｙ：ＦＡＯ，２００６：９７－１１０．

［３］ 　 ＥＤＥＮＨＯＦＥＲ Ｏ，ＰＩＣＨＳ⁃ＭＡＤＵＧＡ Ｒ，ＳＯＫＯＮＡ Ｙ，ｅｔ 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Ⅲ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１４３５．

［４］ 　 屈宝香，周旭英，张华，等．黄淮海地区种植业结构调整与水资

源关系研究［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０３，２４（５）：２９－ ３２．
［ＱＵ Ｂａｏ⁃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Ｘｕ⁃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２４ （ ５ ）：
２９－３２．］

［５］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Ｍ］．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６］ 　 梁龙，陈源泉，高旺盛，等．华北平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系统

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８（８）：
１７７３－１７７６．［ＬＩＡＮＧ Ｌｏｎｇ，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ｑｕａｎ，ＧＡＯ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８（８）：１７７３－１７７６．］

［７］ 　 梁龙，王大鹏，吴文良，等．基于低碳农业的清洁生产与生态补

偿：以山东桓台为例［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１，３２（６）：
９８－ １０２． ［ ＬＩＡＮＧ Ｌｏｎｇ，ＷＡＮＧ Ｄａ⁃ｐｅｎｇ，ＷＵ Ｗｅｎ⁃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１，３２（６）：９８－１０２．］

［８］ 　 王玉英，胡春胜．施氮水平对太行山前平原冬小麦－夏玉米轮

作体系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Ｊ］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２０１１，１９（５）：１１２２－１１２８．［ＷＡＮＧ Ｙｕ⁃ｙｉｎｇ，ＨＵ 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Ｓｏｉ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ｄｍｏｎｔ Ｐｌａｉ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Ｔａｉ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１９（５）：１１２２－１１２８．］

［９］ 　 史磊刚，陈阜，孔凡磊，等．华北平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模式

碳足迹研究［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１，２１（９）：９３－９８．
［ＳＨＩ Ｌｅｉ⁃ｇａｎｇ，ＣＨＥＮ Ｆｕ，ＫＯＮＧ Ｆａｎ⁃ｌｅｉ，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
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 Ｊ］ ． Ｃｈ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２１（９）：９３－９８．］

［１０］ ＳＡＬＥＥＭ Ｍ Ａ Ｍ．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８， ７１
（１ ／ ２ ／ ３）：２４１－２５４．

［１１］ ＴＯＲＫＡＭＡＮＩ Ｊ．Ｕｓｉｎｇ ａ Ｗｈｏｌｅ⁃Ｆａｒ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０５，８５（２）：１３８－１５４．

［１２］ 张颖，夏训峰，李中和，等．规模化养牛场粪便处理生命周期评

价［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７）：１４２３－１４２７．［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ＸＩＡ Ｘｕｎ⁃ｆｅｎｇ，ＬＩ Ｚｈｏｎｇ⁃ｈｅ，ｅｔ 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ｃａｌｅｄ Ｃａｔｔｌｅ Ｆａｒｍ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９（７）：１４２３－１４２７．］

［１３］ 陈瑞蕊，王一明，胡君利，等．畜禽粪便管理系统中甲烷的产排

特征及减排对策［Ｊ］ ．土壤学报，２０１２，４９（４）：８１５－８２３．［ＣＨＥＮ
Ｒｕｉ⁃ｒｕｉ，ＷＡＮＧ Ｙｉ⁃ｍｉｎｇ，ＨＵ Ｊｕｎ⁃ｌｉ，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４９（４）：８１５－８２３．］

［１４］ 孙亚男，刘继军，马宗虎．规模化奶牛场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估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６（２６）：２９６－３０１．［ ＳＵＮ Ｙａ⁃ｎａｎ，ＬＩＵ
Ｊｉ⁃ｊｕｎ，ＭＡ Ｚｏｎｇ⁃ｈｕ．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ａｌｅ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６（６）：２９６－３０１．］

［１５］ 马宗虎，王美芝，丁露雨，等．规模化肉牛育肥场温室气体排放

的生命周期评估［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１１）：２２４４－

２２５２．［ＭＡ Ｚｏｎｇ⁃ｈｕ，ＷＡＮＧ Ｍｅｉ⁃ｚｈｉ，ＤＩＮＧ Ｌｕ⁃ｙｕ．ｅｔ ａｌ．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ｅｅｆ Ｆｅｅｄｌｏｔ Ｆａｒｍ ａｓ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



　 第 ３ 期 　 石鹏飞等： 种养一体规模化农场温室气体排放量分析 ·２１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９（１１）：２２４４－２２５２．］
［１６］ 马宗虎，南国良．规模猪场厌氧－好氧粪污处理系统温室气体

减排量评估［ Ｊ］ ．中国沼气，２００８，２６（５）：３－ ８． ［ＭＡ Ｚｏｎｇ⁃ｈｕ，
ＮＡＮ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Ａｅｒｏｂ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ａｒｍ［Ｊ］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ｇａｓ，２００８，２６（５）：
３－８．］

［１７］ 王效琴，梁东丽，王旭东，等．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评估奶牛

养殖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１３）：
１７９－１８４．［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ＬＩＡＮＧ Ｄｏｎｇ⁃ｌｉ，ＷＡＮＧ Ｘｕ⁃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ＣＡ［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８（１３）：１７９－１８４．］

［１８］ ＩＳＯ １４０４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

［１９］ 陈莎，杨孝光，任丽娟，等．生命周期评价应用于温室气体排放

的研究进展 ［ Ｊ］ ．环境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１，３４ （ ６）：１６４ － １６９．
［ＣＨＥＮ Ｓｈａ，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ＲＥＮ Ｌｉ⁃ｊｕａｎ，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ＣＡ ｉｎ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４（６）：１６４－１６９．］

［２０］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Ｙ，ＣＨＥＮ Ｓ Ｐ．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ｒｏｐ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４（７）：６３９－６５５．

［２１］ ＢＡＳＳＥＴ⁃ＭＥＮＳ Ｃ， ＫＥＬＬＩＨＥＲ Ｆ Ｍ， ＬＥＤＧＡＲＤ Ｓ， ｅｔ 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ｉｌ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１４ （ ７ ）：
６３０－６３８．

［２２］ ＣＡＳＥＹ Ｊ Ｗ，ＨＯＬＤＥＮ Ｎ Ｍ．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ｋｅｒ⁃Ｂｅｅ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６，９０（１ ／ ３）：７９－９８．

［２３］ ＮＧＵＹＥＮ Ｔ Ｌ Ｔ，ＨＥＲＭＡＮＳＥＮ Ｊ Ｅ，ＭＯＧＥＮＳＥＮ 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ｅ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８（８）：７５６－７６６．

［２４］ ＶＥＲＧÉ Ｘ Ｐ Ｃ，ＤＹＥＲ Ｊ Ａ，ＤＥＳＪＡＲＤＩＮＳ Ｒ Ｌ，ｅｔ 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Ｂｅｅ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８，９８（２）：１２６－１３４．

［２５］ 梁龙，陈源泉，高旺盛．基于生命周期的循环农业系统评价［ Ｊ］ ．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０， ３１ （ １１）： ２７９５ － ２８０３． ［ ＬＩＡＮＧ Ｌ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ｑｕａｎ，ＧＡＯ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２７９５－２８０３．］

［２６］ 梁龙，陈源泉，高旺盛．我国农业生命周期评价框架探索及其

应用：以河北栾城冬小麦为例［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９，１９（５）：１５４－ １６０． ［ ＬＩＡＮＧ Ｌｏｎｇ，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ｑｕａｎ，ＧＡＯ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ｕａｎｃｈｅｎｇ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Ｊ］ ．Ｃｈ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９（５）：１５４－１６０．］

［２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

编 ２０１４［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４．［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Ｄａｔａ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２０１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２８］ 段茂盛，王革花．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及

利用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的影响分析［ Ｊ］ ．太阳能学报，２００３，
２４（３）：３８６－３８９．［ＤＵＡＮ Ｍａｏ⁃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 Ｇｅ⁃ｈｕａ．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Ｌｉｃｅｓｔｏｃｋ Ｆａｒｍｓ［ Ｊ］ ．
Ａｃｔａ Ｅｎｅｒｇｉａｅ Ｓｏ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４（３）：３８６－３８９．］

［ ２９］ ＩＰＣＣ． ＩＰＣ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Ｓ］ ．Ｈａｙ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ＩＧＥＳ，２００６．

［３０］ 张强，巨晓棠，张福锁．应用修正的 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 方法对中国农田

Ｎ２Ｏ 排放量的重新估算［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０，１８（１）：７－

１３．［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ＪＵ Ｘｉａｏ⁃ｔ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Ｆｕ⁃ｓｕｏ．Ｒ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０，１８（１）：７－１３．］

［３１］ 赵荣芳，陈新平，张福锁．华北地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体系的

氮素循环与平衡［Ｊ］ ．土壤学报，２００９，４６（４）：６８４－６９７．［ＺＨＡＯ
Ｒｏｎｇ⁃ｆａｎｇ，ＣＨＥＮ Ｘｉ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Ｆｕ⁃ｓｕ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４６ （ ４）：
６８４－６９７．］

［３２］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４ （ ＡＭＳ － Ⅲ． 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 ２０１６ ７ ２８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４－１６］．ｈｔｔｐ：∥ｃｄｍ．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Ｃ ／ Ｄ ／ Ｍ ／ ＣＤ⁃
ＭＷＦ＿ＡＭ＿ＬＭ８７５Ｚ６４ＭＶＨＷＯＥ３ＪＶＬ４ＢＧＧＩＣ４ＳＲＵＢＥ ／ ＡＭＳ＿ＩＩＩ．
Ｄ．＿ｖｅｒ１０．ｐｄｆ？ ｔ ＝ＲＧｔ８ｂ２ｌｐｂＴＲｕｆＤＣｄ２ＩＭＩｖＳＱＣｒＣＺｎＫｊｎｉｓＲｄｗ．

［３３］ 冯莽．我国化肥生产能耗及消费之现状分析［ＥＢ ／ ＯＬ］．（２００５－

０４－ ２８） ［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ｍｐｃ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９２４９．ａｓｐ．［ＦＥ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Ｂ ／ ＯＬ］．（２００５－０４－

２８）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１６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ａｍｐｃ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９２４９．ａｓｐ．］

［３４］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２０１５ 年中国区域电网

基准线排放因子［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６］．ｈｔｔｐ：∥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ｉｄｂＳｖＮｚｚ２ｆＬＳｌ１ＷＸｉＥｍｔＩＬ１ａｍｈＱＴＨｍｔｑｑＱ６ｇ１ｃｐ⁃
ｏＵ１Ｘ３Ｗ４ｗＦ２Ｗｄｕ５ＬＳｅ７４５ｒｗｊＣｋＹＧＣｇｄＶ０ｐＸＪｍ２ｇＱ１９ＩＭＫ⁃ｎＲＫｎ⁃
ｋｑ０ｗ５ＯＯＣｉＤＣＱｊｆＫｋｉ＆ｑｑ⁃ｐｆ⁃ｔｏ ＝ ｐｃｑｑ． ｃ２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６］． ｈｔｔｐ：∥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ｉｄｂＳｖＮｚｚ２ｆＬＳｌ１ＷＸｉＥｍｔＩＬ１ａｍｈＱＴＨｍｔｑｑＱ６ｇ１ｃｐ⁃ｏＵ１Ｘ３Ｗ４ｗＦ２Ｗ⁃
ｄｕ５ＬＳｅ７４５ｒｗｊＣｋＹＧＣｇｄＶ０ｐＸＪｍ２ｇＱ１９ＩＭＫ⁃ｎＲＫｎ⁃ｋｑ０ｗ５ＯＯＣｉＤ⁃
ＣＱｊｆＫｋｉ＆ｑｑ⁃ｐｆ⁃ｔｏ＝ｐｃｑｑ．ｃ２ｃ．］

［３５］ ＢＡＳＳＥＴ⁃ＭＥＮＳ Ｃ，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ＥＲＦ Ｈ Ｍ Ｇ．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Ｂａｓｅｄ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ｉｇ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１０５（１ ／ ２）：１２７－１４４．

［３６］ ＢＬＯＮＫ Ｈ，ＬＡＦＬＥＵＲ Ｍ Ｃ Ｃ，ＶＡＮ ＺＥＩＪＴＳ Ｈ．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Ｍ］．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ＶＡ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２８．

［３７］ 周军．生猪养殖规模与主产地移动、温室气体排放研究：基于



·２１４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３ 卷

江苏省调查数据［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ＺＨＯＵ Ｊｕ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ｉｇ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Ｍｏｂｉｌ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ｅ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Ｎａｎ⁃
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

［３８］ ＶＲＩＥＳ Ｍ Ｄ，ＢＯＥＲ Ｉ Ｊ Ｍ 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Ｊ］ ．Ｌｉｖｅ⁃
ｓｔｏｃｋ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１－１１．

［３９］ ＷＡＮＧ Ｘ Ｑ，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Ｔ，ＭＯＧＥＮＳＥＮ Ｌ，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Ｄａｉｒｙ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１１３ （ ２ ）：
５７７－５８６．

［４０］ ＧＥＲＢＥＲ Ｐ Ｊ， ＳＴＥＩＮＦＥＬＤ Ｈ，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Ｂ， ｅｔ ａｌ．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Ｒ］．Ｒｏｍｅ，Ｉｔａｌｙ：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

［４１］ 吉艳芝，冯万忠，郝晓然，等．不同施肥模式对华北平原小麦－

玉米轮作体系产量及土壤硝态氮的影响［ Ｊ］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１４，２３（１１）：１７２５－１７３１．［ ＪＩ Ｙａｎ⁃ｚｈｉ，ＦＥＮＧ Ｗａｎ⁃ｚｈｏｎｇ，ＨＡＯ
Ｘｉａｏ⁃ｒａｎ，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２３（１１）：１７２５－１７３１．］

［４２］ 王晓娟，贾志宽，梁连友，等．旱地施有机肥对土壤水分和玉米

经济效益影响 ［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 （ ６）：１４４ － １４９．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ＪＩＡ Ｚｈｉ⁃ｋｕａｎ，ＬＩＡＮＧ Ｌｉａｎ⁃ｙｏｕ，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８（６）：１４４－１４９．］

［４３］ 马永喜，王颖．规模化畜牧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环境经济优化研

究：基于生态经济模型的分析［ Ｊ］ ．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４，３５
（３）：３４０－３４４．［ＭＡ Ｙｏｎｇ⁃ｘｉ，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３５（３）：３４０－３４４．］

［４４］ ＣＨＩＮＨ Ｎ Ｑ． Ｄａｉｒｙ Ｃａｔｔ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ａｎｏ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ｒｔｈ Ｖｉｅｔｎａｍ［Ｒ］．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ＥＰＳＥＡ），２００５：６．

［４５］ 马荣华，丁一凡，南国良，等．基于 ＣＤＭ 的规模猪场大型沼气工

程经济评价［ Ｊ］ ．中国畜牧杂志，２００８，４４ （ １７）：５０ － ５２． ［ ＭＡ
Ｒｏｎｇ⁃ｈｕａ， ＤＩＮＧ Ｙｉ⁃ｆａｎ， ＮＡＮ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ＤＭ［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４４（７）：５０－５２．］

［４６］ ＶＡＮＯＴＴＩ Ｍ Ｂ， ＳＺＯＧＩ Ａ Ａ， ＶＩＶＥＳ Ｃ Ａ．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ａｒｍｓ［Ｊ］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８（４）：７５９－７６６．

［４７］ 李玉娥，董红敏，万运帆，等．规模化养鸡场 ＣＤＭ 项目减排及经

济效益估算［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１９４－１９８．［ＬＩ Ｙｕ⁃ｅ，
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ｍｉｎ，ＷＡＮ Ｙｕｎ⁃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Ｆ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５（１）：１９４－１９８．］

［４８］ 罗一鸣，李国学，ＳＣＨＵＣＨＡＲＤＴ Ｆ，等．过磷酸钙添加剂对猪粪堆

肥温室气体和氨气减排的作用［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
（２２）：２３５－２４２．［ＬＵＯ Ｙｉ⁃ｍｉｎｇ，ＬＩ Ｇｕｏ⁃ｘｕｅ，ＳＣＨＵＣＨＡＲＤＴ Ｆ，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ｏｎ ＮＨ３，Ｎ２Ｏ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２８ （ ２２ ）：
２３５－２４２．］

［４９］ 陶金沙，李正东，刘福理，等．添加小麦秸秆生物质炭对猪粪堆

肥腐熟程度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Ｊ］ ．土壤通报，２０１４，４５
（５）：１２３３－１２４０．［ＴＡＯ Ｊｉｎ⁃ｓｈａ，ＬＩ Ｚ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Ｕ Ｆｕ⁃ｌｉ，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ｗｉｎｅ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４５（５）：１２３３－１２４０．］

作者简介： 石鹏飞（１９８９—），男，陕西榆林人，硕士生，主要

研究方向为集约持续农作制度。 Ｅ⁃ｍａｉｌ： ｓｐｆ１０２３＠ ｓｉｎａ．ｃｏｍ

（责任编辑： 许　 素）


